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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宿迁：手绘楼道墙家风裱长廊
孙军贤 吴勇

安徽五河：
乡村文明深入人心乡村文化引领幸福

年福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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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风文明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

要内容,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

手,更是满足广大农民群众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关键所在。近

年来,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积极营

造见贤思齐、向善向上的文明乡风,

通过大力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积极

发挥先进文化的引领作用,围绕农

民需求提供文化服务、开展文化活

动,多方入手,不断提升农民素质和

乡风文明程度。

移风易俗
涵养淳朴民风

“原来都是攀比谁家送的彩礼

多、谁家买的车好、谁家的场子摆得

大。而现在‘喜事新办,丧事简办,小

事不办’正成为村子里的新风尚。”

五河县头铺镇安淮村党支部书记丁

锦传说。

今年春节期间,村民周维武家

中亲人不幸去世,一纸告示张贴在

村里的显要位置:“不办酒席,不收

礼钱,一切从简。”“我们想着既然人

去世了,何不把丧事办得简单点,只

要生前把孝尽够就行了,也让老人

家平静地走。”周维武质朴的话语,

折射出价值观的改变,背后是乡风

文明的深入人心。

安淮村在 2018 年成立了村民

自治的红白理事会,制定了规章制

度,成员由村干部、党员代表和村

里德高望重的人组成,本着自愿、

节俭、文明、健康的原则,由村两委

班子和党员率先带头示范,谁家要

操办酒席,红白理事会都会提前入

户做思想工作,劝主家移风易俗。

陋俗的破除给村民带来了实实

在在的好处。丁锦传说,开展移风易

俗,村民一场红白事办下来能省将

近一万元,比之前节省一半以上的

费用,群众之间攀比之风得到了明

显遏制,邻里关系也变得更加和谐、

友善。

2018年,五河县出台了《关于全

县党员干部带头开展移风易俗弘扬

时代新风的实施意见》,要求全县广

大党员干部带头加强社会公德、职

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

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传家训、立

家规、扬家风,以良好形象影响带动

群众,以实际行动抵制不良风气,以

榜样力量引领新风正气。

文化育人
凝聚精神力量

手工课堂迸发灵感、书画室中

泼墨挥毫、棋牌室里争夺正酣……

走进吴家嘴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一片热闹祥和的气氛,“社区里

的老少每天都会来这里,下下棋、打

打球、跳跳广场舞,时不时还举办文

艺演出。”社区居民王理想说,自从

社区建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后,这

里成了他最爱光顾的地方。闲暇时

分,他就与社区里的一群老人到民

乐室里排练演奏乐器,度过惬意的

时光。

此外,站内还设有宣讲室、老

人活动室、党员活动室、志愿服务

站、睦邻之家、民主大院、图书室、

多媒体阅览室、五点半课堂、民乐

室、书画室、女童保护室、心理咨

询室、手工课堂……设施可谓“一

应俱全”。

2018 年以来,五河县搭建起多

层次新时代文明实践体系,一批“先

行”示范点均已常态化开展文明实

践活动,深入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

设,不断提升乡村的“颜值”和“内

涵”,让乡风文明的种子落地生根。

“我们坚持在摸清‘家底’的基

础上,选建一批特色示范点,建立

基层文明实践主力军,把各类宣传

思想文化资源向基层倾斜、向基层

集 中 。全 方 位 开 展 传 思 想 、传 政

策、传道德、传文化、传技能活动。

到今年初,已组建各类文明实践志

愿服务队伍 160 余支,累计开展文

明 实 践 活 动 110 余 场, 参 与 群 众

4500 余人次,打通宣传群众、教育

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的‘最

后一公里’。”五河县委宣传部副

部长杨震说。

传统文化
培育文明乡风

“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

族 有 希 望 ”“ 节 俭 光 荣, 浪 费 可

耻”……走进五河县小溪镇赵庄村，

村道整洁、绿树成行,农户的院墙

上,村规民约、家规家训、古今箴言

图文并茂,赵庄村在农村面貌改造

提升行动中,充分挖掘传统文化资

源,将文化元素融入美丽乡村建设

中。同时,该村积极开展好邻居、好

媳妇、好公婆、“新乡贤”评选活动,

引导广大群众向上向善、孝老爱亲,

重义守信、勤俭持家。

文艺演出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

文化生活方式。这几天,五河县头

铺镇安淮村非遗传承人茆加宏正

带领村里的表演队编排戏曲节目,

“我这次把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精

神融入到戏曲中,把党的好声音及

时唱出来。”几年来,茆加宏和他的

表演队通过戏曲舞蹈的形式,陆续

开展了一系列主题演出,激发群众

的精神力量。

“我们通过深入挖掘和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蕴涵的思想观念、

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

和地域特色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经常性组织开展‘中国梦歌

曲大家唱’、乡村广场舞、地方戏曲

展演、群众体育比赛、读书看报、文

艺培训等活动,不断提振农村群众

的精气神。”五河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杨震说。

3 月 31 日，湖北省竹山县麻家

渡镇第二届“总兵安”杯采茶文化

节在麻家渡镇双堰村双艳茶叶种

植专业合作社成功举办。活动期

间，举行了观茶艺、论茶道、品茶

香、游茶园、唱茶歌等活动。近年

来，该县大力发展茶产业、培育茶

经济。以茶为媒助力脱贫攻坚战，

茶产业成为集生态、经济、休闲、

旅游、健康养生、文化传承等功能

于一体的绿色产业、富民产业。图

为活动现场。 朱本双 摄

以
茶
为
媒

助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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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现在我们小区这楼道，

不仅有小广告张贴栏，还有关于家

风、家训的手绘公益画，干净又好

看。每天进出楼道，心情舒畅多了。”

3月 25日下午，家住江苏省宿迁市

区京杭花园小区3栋 307室的赵淑

梅，指着整洁的楼道高兴地说。

手绘公益画
扮靓小区楼道

京杭花园小区物业经理朱淑芹

介绍，京杭花园小区并不大，建设

也较早。“楼道是连接家庭与社区

的桥梁，是邻里间情感交流的平台，

也是每位业主进出的必经之路。以

前楼道里杂物乱堆乱放，墙面上随

处可见小广告。为了美化环境，构建

和谐邻里情，社区决定在楼道墙面

上手绘公益画，打造特色文明楼道，

营造温馨和谐的文化氛围。”

宿迁市宿城区项里街道南关社

区党委书记张祥成介绍，社区对楼

道内的杂物进行清理，将宣传墙体

进行重新粉饰，并找来专业团队手

绘公益画，“通过绘制墙体画、打造

文明楼道的方式，美化小区环境，

弘扬传统文化，传递社会正能量，

提升居民文明素质和社区文明程

度，真正实现‘小楼道，大和谐’。”

张祥成说。

走进京杭花园小区，就会看到，

小区不仅整洁干净，而且每个楼道

内都有专门张贴便民广告的公告

栏。特别是楼道墙面上关于家风、家

训内容的手绘宣传画，看上去令人

感到很是亲切，让原本光秃秃的墙

面穿上了“新衣”。手绘公益画把文

明新风送进小区，送到居民身边，既

美化了小区环境，也营造了浓厚的

文化氛围，居民对此纷纷点赞。

“楼道里布置得这么漂亮，既

赏心悦目，同时又能学习。这些画

不仅好看，内容也极具教育意义，

感觉这面墙一下子成了文明小区

里的一道风景线。我们这楼道，如

果 评 选 的 话 可 以 算 是 最 美 楼 道

吧？”家住该小区1栋 202室的耿西

诚笑着说道。

建文化长廊
增添小区书香气

“每天从这里经过，看到这些作

品悬挂在小区里，既是一道风景，

增添小区书香气，我们也在潜移默

化中受到教育。这个文化长廊，真

的很不错。“家住宿迁市宿城区项

里花园小区北区居民杨金树，指着

小区文化长廊自豪地说。

为使居民在潜移默化中受到

“诚实、孝道、勤俭、诚恳”等优秀品

质的熏陶，项里花园小区北区打

造了一百多米长的“家风文化长

廊”。“家风文化长廊”集家训、家

风、家教等内容为一体，向居民

宣 传“ 好 家 风 、好 家 训 ”，将“ 家

风、家训”这一优秀传统道德教

育方式，融入到社区居民的日常

生活，让好家风走近居民身边、

走进居民家中。

走进该小区，只见位于主干道

西侧的围墙上，悬挂着 60 幅展现

宿城文明新风的艺术作品，涵盖

了书画、摄影、美术、剪纸等类别，

内容有传统美德、移风易俗、文明

礼仪、全民阅读、绿色生活、家风

家训等，旨在营造家风好、民风淳

的良好氛围，使向上、向善的正能

量广为传播。

“我们小区这面‘家风文化长

廊’真的很大气。特别是这些作品

都来自普通群众，内容反映宿城文

明新风，也很接地气。”家住该小区

5 栋 106 室的徐遵英，向前来游玩

的朋友介绍道。

本报讯（吕宣）3 月 27 日，山西

省吕梁市交城县举行了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揭牌暨志愿服务总队授旗

仪式，标志着交城县新时代文明实

践试点建设工作正式拉开序幕。省

市相关领导应邀出席仪式。

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是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

夯实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从战略和

全局上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交城

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成立后，将

进一步发挥党委主体作用，科学整

合力量资源，以志愿者为主体力量，

以志愿服务为运行机制，因地制宜

地开展经常性、面对面、群众喜闻乐

见的文明实践活动，努力建设理论

宣讲、科技普及、文化惠民、道德讲

堂等一批示范性强的实践阵地，把

交城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成

全县科学理论宣讲的大讲台、培育

主流价值观的大平台、践行道德文

明的大舞台、贴心暖人和谐的大家

庭。仪式上，交城县部分乡镇代表和

志愿者代表分别作了表态发言。

本报讯（记 者

胡桂芳）“山美水美

心灵美，生态文明

见举止；绿色银行

最给力，生态立县

有前途！”近日，陕

西凤县双石铺镇干

部自导自拍自演的

一条抖音短视频在

朋 友 圈 里 迅 速 走

红。视频里，干部们

用顺口溜深入浅出

地宣讲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

理论。

据介绍，自凤

县新时代文明实践

“新思想进万家”宣

讲活动开展以来，

这样的宣讲场景在

双 石 铺 镇 随 处 可

见。双石铺镇党委

副书记张安慧说：

“‘新思想进万家’

面临的最大问题就

是群众听不懂、不

想听。其实，我们就

是充当了一个‘翻

译’的角色，把中央

的新理论新政策翻

译 成 老 百 姓 听 得

懂、理解得透的语

言。再邀请一些小有名气的‘草

根’宣讲员带队进村入户、到田

间地头宣讲，这种形式接地气，

群众容易接受。”

据了解，双石铺镇宣讲团现

有镇村宣讲员 40余名。目前，该

宣讲团正通过“堂屋炕头宣政

策”、“院坝里面讲故事”、“田间

地头传技术”等形式，在全镇 11

个村、3个社区掀起“新思想进万

家”活动高潮。

（上接B1版）
大地文脉源远流长，山河诗意历

久弥新，兰州自古就是文人的驿站、

诗歌的家园，四季山河美景、日常风

物名胜，纸短情长写不尽兰州的精致

与美好。30 位著名诗人齐聚黄河两

岸开展创作交流，唤醒了这座西北

名城的文学记忆和诗歌情结，也彰

显了兰州在新时代诗歌版图上的重

要地位。众多鲁迅文学奖获得者领

衔 为 兰 州 创 作 主 题 诗 歌 ，不 仅 是

2019 年中国诗坛第一场重大活动，

也是诗歌融入城市文化建设和品牌

传播的标志性事件。

“达坂城的姑娘辫子长啊，两个

眼睛真漂亮！”提到这首脍炙人口的

《达坂城的姑娘》，很多人都不陌生，

这首歌曲正是著名音乐家王洛宾在

兰州整理编曲的第一首维吾尔族民

歌。曾经在兰州这片热土上生活创作

的经历，让王洛宾的心头始终萦绕着

许多关于兰州的情愫。在晚会的前几

天，王洛宾的儿子王海成带着父亲对

这片热土的特别感情，特意和组委会

取得联系，表达了没能及时参加“写

一首情诗给兰州”活动的遗憾，并发

来了父亲当年创作的《怀念兰州》，把

这首情诗献给兰州。

高点的策划、精细的组织、周密

的安排，使活动的影响力迅速扩大，

稿源覆盖全国各地。不仅仅是全国各

地专业的文学创作者在参与“写一首

情诗给兰州”，公开征稿专用邮箱收

稿量屡创新高，活动咨询电话也应接

不暇。记者向组委会工作人员了解

到，投稿者中既有各省市自治区作协

的专业作家，也有热爱文学、诗歌的

普通群众。曾任甘肃省文联负责人的

诗人谢富饶亲自将稿件送到主办单

位；吴辰旭、彭金山等老一代诗人也

不甘落后，主动参与了“写一首情诗

给兰州”征稿活动；许多曾经在兰州

工作、生活和旅游过的外地文学创作

者，纷纷来电或留言点赞“写一首情

诗给兰州”，也把自己对这个城市的

感念和依恋变成文字，成为自由来稿

中缤纷多彩的“风景线”。近年备受文

坛瞩目和社会关注的诗人余秀华，得

知活动文讯后也发来了她写给兰州

的“情诗”。甚至还有一些海外人士从

大洋彼岸发来了自己创作的诗稿，传

递着对这座城市的热爱。负责征稿的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此次自由来稿作

者地域覆盖之广、年龄跨度之大，应

征作品的写作风格和诗歌语态之多

元，再次印证了“写一首情诗给兰州”

的感召力。

当天在晚会现场，邀请了兰州本

土的“道德模范”“兰州好人”“新时代

好少年”，不仅让好人们参与到了晚

会之中，还现场为在征稿中获奖的部

分优秀作品颁奖。当来自四川的获奖

者王唐银接过“中国好人”曲波手中

的奖杯时，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他对

记者说：“好人是城市的精神标杆，我

们接受他们的颁奖是道德力量的传

承，更是这座城市重视精神文明建设

的一种体现，这样的城市让我们觉得

很暖。”

精神标杆倾听诗意兰州的讲述，

当天特邀的好人和模范现场感受兰

州的诗意浪漫和温度，很多人流下

了激动的泪水。“中国好人”高平对

记者说道：“这样的活动不仅仅让我

们每一个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更加

热爱这座城市，也感受到了城市的

别样魅力和深刻的文化内涵，感受

到了这个高水平创意活动带给兰州

的整体提升。”

写一首情诗给兰州，是一场接续

诗意和文脉的雅集；写一首情诗给兰

州，更是一卷礼赞人民与时代的华

章；写一首情诗给兰州，给不忘初心

的使命，给砥砺前行的人民和日益美

好的城市。“从经典的创意，到精心的

策划，到活动的每个流程，从首创诗

歌融入城市文化建设，用‘情诗’书写

城市之美，涵养城市文明精华，借力

发力不仅仅让城市的美誉度和知名

度又得到了一次新的提高，让更多人

感受到这座城市之美，更是对兰州文

化资源和城市文明内涵又一次深入

挖掘。这样有温度、有深度的活动也

是为精致兰州、文明城市的建设加入

了更深厚的文化积淀和内在动力。”

兰州市文明办主任崔峰巍说。

引起国内外多方
参与热潮，为精致文
明兰州注入更多内涵
和动力


